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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ái shā Gōng shè

白沙公社位于合浦县城东。东和博白县龙潭公社隔河为界，南临北部湾，西

隔铁山港，与南康、闸口两公社相望，北与公馆公社相连。总面积二百二十四点

九平方公里。白沙圩因靠近白沙河得名。公社驻地在白沙圩，距县城六十四公里。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前夕，为白沙乡，属第二区管辖。解放后，一九五○年为

白沙乡，属第四区管辖。一九五二年土改后，为第九区（驻地油行岭）；管辖白

沙、西坎、沙尾、宏德等十六个乡。一九五七年撤区并乡为白沙乡、宏德乡，属

县管辖。一九五八年属公馆公社管辖。一九五九年成立白沙公社，属县管辖。一

九六一年体制调整，为白沙区（驻地白沙圩），管辖白沙、东风、山口、永安、

沙田五个公社。一九六三年为白沙公社，属县管辖。

全社管辖二十三个农业大队，六百四十三个生产队，三百二十条自然村（圩），

一万二千五百一十户，六万六千四百一十九人，其中汉族六万六千三百九十二人，

壮族二十六人，瑶族一人。

地势东北高，西南低，丘陵起伏。水田以壤质黄泥田和黄沙泥田为主，其次

是轻粘咸酸田。坡地以浅海赤沙土为主。最高的山有白石嶂，海拔二百五十三点

七米，位于草江大队境内。主要河流有白沙河（上游称龙潭河），发源于博白县

荣岸，从公社驻地东北荔枝坝入境，经新村、虎岭、那郊三个大队流入铁山港。

在那郊大队境内这段称那郊河。此河在公社境内全长十五公里。主要水利工程有

山窑水库，主坝长三百米，高五十米，坝顶宽三米，有效库容量八百四十一万立

方米，灌溉十三个大队的农田二万二千亩。白沙河水东栏河水闸的西干渠流经虎

岭、那郊、那江、那潭四个大队，灌溉面积五千多亩。

全社耕地面积八万一千七百四十四亩，其中水田三万四千六百零六亩，旱田

一万九千六百八十亩，坡地二万七千四百五十八亩。农业以种水稻为主，兼种薯



类、花生、甘蔗、黄红麻、胡椒等作物。一九八一年粮食总产量三十四万六千三

百一十担，其中稻谷总产量二十七万六千八百六十六担，花生总产量九千八百二

十三担，甘蔗总产量五十四万七千六百零二担，黄红麻总产量一万一千二百零二

担。一九八一年末生猪存栏量二万一千六百零九头，耕牛六千三百五十四头。林

业以种松、桉为主，一九八一年全社实有林面积一十二万五千九百一十九亩。

社办企业有塑料厂、农机厂、陶瓷厂、炮竹厂、水泥厂、食品厂等十个单位，

共有干部职工八百四十九人，一九八一年总收入一百八十九万七千九百元。公社

胡椒场，是钦州地区胡椒亩产最高的社办场。一九六五年开始种植，到一九八一

年共种植四十三亩，其中二十五亩已有收获，胡椒总产量七千斤，总产值四万九

千元。平均亩产二百八十斤，产值一千九百六十元。最高的单株产量达十斤。合

浦县白沙糖厂建在白沙圩南边，原来日榨三百五十吨，后扩建为日榨一千吨。全

社有大中型拖拉机二十八台，手扶拖拉机八十八台。

一九八一年全社有初级中学一所，教职员工三十人，学生四百五十一人；农

中一所，教职员工一十七人，学生六十六人；联办初中一所，教职员工二十一人，

学生二百一十五人。小学二十三所，教职员工四百八十一人，学生八千一百九十

二人。公社设卫生院，有医务人员十八人，病床三十四张。大队办有卫生站实行

合作医疗。

合浦县城至湛江公路在该公社驻地经过，交通方便。

该社龙江、宏德两大队是革命老区。龙江大队境内有一座革命烈士纪念碑。

宏德大队境内有一座宏德寺，建于清乾隆三年（公元一七三八年）。民国十六年

（一九二七年）在寺旁建立合浦县第二区第三小学校，合浦地下党同志曾在该寺

组织领导革命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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